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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本文主要从轮虫的生物学特性、轮虫与鱼苗的关系介绍了鱼苗时期的最佳饵料———轮虫，并提出鱼

苗池中轮虫的增殖方法，包括生石灰排水清塘、施有机肥、注水、轮虫生长检查、控制敌害、翻动底泥、鱼池轮养。

充分发挥水体的生产潜力，提高鱼池的生产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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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轮虫的主要生物学特性

1）形态。轮虫是一种很小的多细胞动物，体长

一般为 100～500 μm，体形变化大，全身为一层乳

白色或淡黄色的表皮所包裹。其主要特征为体前端

具有纤毛的头冠；咽喉部有咀嚼囊，其内有咀嚼器；

体腔两侧有一对原肾管，其末端有焰茎球。多数轮

虫身体由头、躯干、足 3个部分组成（有的无足）。

2）生活周期。轮虫在 1年的大多时间里是由雌

体进行孤雌生殖，雌虫产夏卵（即非需精卵）。1个雌

体一生所产的夏卵数一般为 10～20个，卵产出后

1～3 d即孵出，几天后达性成熟并继续进行孤雌生

殖，这种雌体称为不混交雌体。当环境恶化或剧烈

变化时，就出现另一种只产冬卵（即需精卵）的雌

体，称为混交雌体。冬卵若未经受精则孵出雄虫（体

小而退化），不吃任何食物，行动非常迅速，遇到雌

虫便进行交配，之后马上死亡，若找不到雌体则只

生存 2～3 d；若经过受精则分泌一层比较厚的卵

壳，形成休眠卵。在自然环境下，通常每年只有 1～2

个混交世代，而有 20～40个不混交世代。从休眠卵

孵出的第一代一般都是不混交雌体，以后则不混交

和混交雌体都可能出现。轮虫的寿命（从孵出到死

亡）变化较大，由几天到几周不等，如萼花臂尾轮虫

6 d，矩形龟甲轮虫 22 d等。

3）隐生。轮虫有隐生的特性，环境条件恶化，如

水体干涸，温度不适宜时，某些种类可以停止活动，代

谢几乎无法测量，当环境适宜时又复苏，称为隐生。

4）生活方式。轮虫的基本生活方式有 2类，一

类是营浮游或兼性浮游生活，另一类是营底栖，附

着或固着生活。

5）食性。轮虫大多数种类是滤食性，其食物为

浮游藻类、细菌和腐屑等；还有一些种类如晶囊轮

虫、疣毛轮虫、多肢轮虫等是捕食性，捕食其他轮

虫、小形枝角类和较大形的鞭毛藻类等。

6）运动。多数轮虫主要借头冠纤毛的转动作旋

转或螺旋式运动，另一些有附肢的种类如三肢轮

虫、多肢轮虫、巨腕轮虫等则借此作跳跃式运动，轮

虫尾部的摆动有助于虫体的运动。当足腺分泌物黏

着在基质上时，还会以此足作圆心转圈运动。三肢

轮虫的后肢不能运动，但在运动中可起舵的作用。

无论哪种运动方式，其速度一般小于 0.02 cm/s，轮

虫缓慢的运动正是其成为鱼苗开口饵料的有利条

件。

7）pH值及分布。轮虫广泛分布于各类淡水水

体中（江河、湖泊、水库、池塘等），水的 pH值是影响

轮虫分布的重要因子。一般 pH＞7的微碱性水域中

轮虫的种类少但数量大，而酸性的环境下轮虫的种

类少，数量也小。鱼池中常见种类为臂尾轮虫、晶囊

轮虫、三肢轮虫等。

2 轮虫与鱼苗的关系

轮虫因其极快的繁殖速率，生产量很高，是大

鱼苗池中的“天饵”———轮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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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数经济水生动物幼体的开口饵料，在渔业生产上

颇有应用价值。鱼苗培育是养鱼生产的重要环节，

鱼苗池中的轮虫是鱼苗的天然饵料。

1）轮虫是鱼苗的最佳饵料。轮虫的营养丰富，

蛋白质含量高，氨基酸平衡，且易被鱼苗消化吸收，

是最符合鱼苗营养要求的天然饵料及人工饵料，这

已被生产实践所证实。且轮虫的大小与刚下塘鱼苗

的口径大小相一致，适口性好，所以生产上常以轮

虫作为鱼苗的开口饵料。鱼苗若有充足的轮虫做饵

料，其成活率就高，生长就快，且规格整齐。

2）肥水下塘。鱼苗入池有“清水下塘”和“肥水

下塘”2种，试验证明，采用“肥水下塘”的方法效果

好。所谓“肥水下塘”是指在鱼苗入池时，水呈嫩绿

色，浮游生物较多，池水透明度为 25～30 cm（北方

地区可适当降低），鱼苗入池后能得到充足的适口

饵料———轮虫，以保证鱼苗快速生长，提高成活率。

3）适时下塘。所谓“适时下塘”是指施基肥 1周

左右，轮虫大量繁殖时把鱼苗放入池塘中。因为刚

孵出 10 d内的鱼苗，其消化系统发育还很不完善，

肠道浸出液的酶含量比浮游动物还要低 2～3 倍，

浮游动物不仅适口，且营养丰富、全面，又是鱼苗补

充各种酶的主要来源，并易于消化吸收。若过早下

塘，轮虫还没有繁殖或没有达到高峰期，鱼苗得不

到充足的饵料就会生长缓慢，甚至影响成活率；过

晚下塘，则鱼苗池中的大型浮游动物如枝角类，桡

足类就会大量繁殖，从而抑制轮虫的繁殖，而鱼苗

又吞不下枝角类、桡足类，而且大量消耗池中的溶

氧，对鱼苗的生长更不利。因此，鱼苗适时下塘很关

键。

3 鱼苗池中轮虫的增殖方法

笔者通过理论分析总结、实践摸索，得到常规

有效、切实可行的轮虫增殖方法如下。

1）生石灰排水清塘。清塘能杀虫灭菌，清除敌

害；排水能增加底泥中冬卵的受热量，更新水质对

冬卵是一个良好的刺激。所以，把水排干，烈日下暴

晒 3～5 d，每 666.67 m2再用生石灰 100～150 kg

泼撒于池角塘中，要注意泼撒石灰乳应均匀，面面

俱到，不留死角。

2）施有机肥。首先，基肥要施足，目的是使池中

水的轮虫繁殖起来。有机肥用发酵好的猪粪或牛

粪，尤其是牛粪更宜于轮虫的繁生，其用量为 500

kg/666.67 m2左右。方法：将发酵好的粪便分别堆放

到池塘的 4个角落，粪便部分入水即可，不能全部

扬撒在池塘内，操作不好易导致池水因过肥而发

臭。施肥时间一般在鱼苗下塘前 1周左右，因为施

肥过早，繁殖大量的浮游植物和大型浮游动物会有

害于鱼苗的生长；过晚，鱼苗入池后适口的饵料生

物还很少，影响鱼苗的生长和成活率；其次，鱼苗下

塘后还要向池水中少量追肥。浮游藻类的密度维持

在适宜的范围内，水色呈淡绿色、淡褐色较好。轮虫大

量繁殖后，对生物饵料的需求量也大增，因此必须及

时追肥，保证水体有一定的肥力，维持水体中浮游藻

类在合理的水平。但必须注意施肥量不宜过多，否则

会影响轮虫的正常繁殖或造成轮虫大量死亡，一般使

用腐熟发酵的猪粪或牛粪 20 kg/（666.67 m2·d），也

可用黄豆代替，每 666.67 m2池塘每天泼洒 0.5 kg

左右黄豆浆，以满足轮虫增殖所需的条件，从而使

轮虫快速、持续地达到高峰期，给鱼苗提供充足的

饵料。

3）注水。注水应在施肥后 1～2 d进行，池塘注

水开始不要过深，一般不超过 0.5 m。注水同时要严

格过滤，避免敌害生物随水流而入，还要避免水流

直冲池塘底部，否则会因水流冲池底而冲起泥沙导

致池水污浊。轮虫繁殖迅速达到高峰时要加注新水

改善池水环境。轮虫繁殖最适水温为 25～30 ℃，但

17～20 ℃时仍正常繁殖，低于 10 ℃时产生冬卵，

成体死亡。轮虫高峰时的轮虫量在 20 mg/L以上。

肉眼判断方法是：用 1支带刻度的玻璃试管取池水

对光观察，若每毫升水中有 5～10 个小白点在运

动，即达到轮虫高峰期。透明度控制在 20～35 cm，

溶氧保持在 4 mg/L以上，pH为 8.0左右，水色淡绿、

淡褐色较好。使池水达肥、活、嫩、爽的养殖要求，生产

上要根据水色、水位变化等及时加注新水。

4）轮虫生长检查。在显微镜下观察，轮虫成体

带夏卵的比例和数目是判断其生长好坏的重要标

准。生长良好的，个体肥大、肠胃饱满、游动活泼、多

数成体带有夏卵，一般 3～4个。生长不良的，死壳

多、身体上附着污物、沉底、不活泼、不带卵或带冬

卵、雄体出现等。

5）控制敌害。池塘轮虫发生不久，水蚤开始大

量出现，水蚤滤食能力强于轮虫，所以当水蚤大量

存在时，轮虫常会因缺食而受到抑制，这时可选用

0.5 mg/kg晶体敌百虫沿池边泼洒，可杀灭水蚤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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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发酵物是微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，主要包括多肽类物质、维生素、多糖和抗生素等具有保

健功能的物质；这些物质进入肠道后，可以对肠道进行保护、调理，补充细胞营养，增强肠黏膜细胞的抵抗力和维

护肠道微生态平衡，对肠道具有较好的保健作用；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，发酵物在养殖业的应用必将越来

越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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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酵物对猪肠道的保健作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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肠道疾病是养猪生产过程中的常见病和多发

病，多为生物性病原感染所引起，尤其是病毒、细菌

性病原，对肠黏膜能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，临床上

常用抗生素来进行治疗，但很多时候为时已晚，故

注重平时的肠道保健，预防疾病的发生，比发病后

再治疗更具有实际意义。发酵物作为目前使用较多

的保健物质，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。

1 发酵物概述

发酵物是指利用微生物代谢原理，将原始的有

机大分子物质经过微生物代谢合成为活性小分子

物质后，排出并与发酵底物共同混合在一起的物

质。发酵物中含有大量对机体有益的活性成分，食

用后能起到非常好的保健作用，非常适用于现代化

养猪业。发酵物的活性成分主要包括多肽类物质、

维生素、多糖类、抗生素和毒素等大类，而每个大类

下还细分很多不同的小类，具体种类与发酵菌株的

特征有关。人们通过发酵工程将特定的菌种投放入

发酵堆或发酵罐中，经过数级的发酵过程后，将其

中对生产有用的发酵产物收集或更进一步提纯处

理，供养猪生产所用，但不同的发酵产物对机体的

生理功能不同，有些还具有一定的副作用，临床使

用时需要注意。

2 发酵物的保健作用

在微生物发酵物种类中，有些对养猪生产有

益，如多肽类物质、维生素、多糖类物质、抗生素等，

这些都具有一定的保健功能，而有些是有害的，如

各种类型的内毒素、外毒素等，这些会给机体带来

副作用，下面笔者重点探讨能起到保健作用的发酵

结合追肥可以延续轮虫高峰 15 d左右。

6）翻动底泥。池塘中大部分轮虫冬卵被泥沙覆

盖难以萌生、发展，采用拉网、翻动底泥等办法可以

改善冬卵在池塘中的分布，促使其萌发。

7）鱼池轮养。鲤等底层鱼类很少取食轮虫，但

拱泥的作用明显，可有助于冬卵的萌发，因此，一般

有鲤等底层鱼类的饲养池中往往轮虫过剩，而常年

养鳙苗种的池塘则轮虫往往不足，若将二者轮换养

殖，可充分发挥水体的生产潜力，提高鱼池的生产

效能。

轮虫是鱼苗时期的最佳饵料，营养适口又经

济。鱼苗入池后要根据池塘的具体情况进行水质调

节，保持养鱼水体的良好状态。池水中轮虫量达

30～50 mg/L时，鱼苗生长快，成活率高，快速达到

出池规格。轮虫有效增殖一定要注意规范操作，严

禁轮虫过量繁殖而致泛滥，当水体中轮虫数量达到

50个 /mL时就可能产生危害，轮虫密度达到一定程

度会造成严重缺氧或泛塘。可见，轮虫增殖技术是

鱼苗增产、增收、提高养殖效益的重中之重，应谨而

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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